
□记者 高婷婷

“在浙江，有永康；方岩美，库川

祥；胡公殿，香火旺；化为神，佑四方

⋯⋯”近日，由童声朗诵的《胡公谣》回

荡在方岩上方。时值金秋十月，天朗

气清，由方岩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胡

公文化研究会、胡公书院主办的纪念

毛泽东主席赞评胡公“为官一任 造福

一方”60 周年方岩庙会特别活动之

2019 年“十岁上方岩励志敬胡公”仪

式在方岩举行。

据了解，“十岁上方岩敬胡公”的

历史传统流传已久。本地以及外地人

会在子女 10 岁时，带子女登上方岩，

祭拜胡公，让孩子感受尊师孝亲、崇德

立志、仁爱处世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以先贤胡则为榜样，树立“善”“正”行

为规范。

上午 9 时，六十余名教师进修学

校附属小学学生在方岩赫灵广场排起

整齐的队列，佩戴胡公文化徽章，精神

焕发。当天，他们将完成自己学生生

涯的重要仪式——开蒙礼。

蒙，愚昧、无知；开蒙，启迪智慧、

远离蒙昧。在古代，小孩子初到书塾

接受启蒙教育，通过一定的仪式学会

敬畏知识、敬畏师长，就被称为开蒙。

胡公曾说过：“读书志在圣贤，为

官心存君国。”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

事。立志，是人生的方向；励志，是成

才的源泉。在场领导、师长用“胡公

笔、清冽水”为学子们点蒙立志，并击

鼓三声以励志。

面对国旗，孩子庄严宣誓：“志存

高远，不负少年理想；学悟历练，长我

腾飞翅膀；知行合一，传承先贤德望；

创新有为，争做未来栋梁！”铿锵有力

的誓词表现出学童们奋发向上，学习

先贤，争做未来栋梁的决心。

整个活动分为上征途、正衣冠、拜

胡公、明志向、知而行等多个环节。

由领导、教师带队，学童们紧跟红

旗，迈着轻快整齐的步伐攀登方岩。

在方岩山顶，胡公研究会会长、胡公书

院院长胡联章带领学童参观胡公祠四

面壁画，以图说史，为大家讲述了胡则

生平的八个经典故事。

“同学们，你们知道胡则是一个怎

么样的人吗？”胡联章的讲解深入浅

出、生动活泼，从“太宗赐名”“整治钱

荒”“睦邻怀远”到“奏免丁钱”娓娓道

来，一个生在厕所却出淤泥而不染，清

正廉明、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深受百姓

爱戴的好官形象跃然而出，在学童心

中播种下了鲜明的先贤形象，也为他

们的成长树立了立身立德的范本。

胡公祠前，学童们庄严肃立，齐整

衣冠，合唱《胡公之歌》，朗诵《胡公谣》。

这不仅是一场学子的开蒙仪式，

更是一次对胡公精神、胡公文化的传

承和发扬。胡则家训主张“为人者至

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千百年

后，他的后人仍在以“十岁上方岩”这

样的形式践行胡则的教诲。这既是传

承，也是致敬。

“我知道，胡公爷爷是一个为大家

着想的人。我们要向胡公学习，做一个

能帮助他人的人。”教进附小学生应雨

涵说，她从小耳濡目染胡则轶事，每年

父母都会带她上方岩拜胡公。她告诉

记者，为了准备开蒙仪式，他们利用午

睡的时间练习《胡公谣》《胡公之歌》，足

足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

胡公文化的生命力历经千年而不

衰。近几年，随着我市大小活动的展

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胡公文化，

胡公精神中蕴藏的正能量得以被深入

挖掘和传扬，被赋予与时俱进的新时

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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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婷婷

“灵思融架构，妙笔为传宣。微信
号公众，浓情载大千。图文更迭里，光
阴又新篇。”近日，记者从市影视办了解
到，创办近三年的《影视永康》公众号刚
刚迎来了第一千期次发布。与此同时，
市影视办出版了第一辑《永康影评》，并
聘请了黄长征等9人为特约影评员，至
此，影评员队伍已扩展到29人。

据了解，三年来，市影视办积极利
用公众号开展宣传工作，如传达新政、
组织活动，以及更新影视动态等。《影
视永康》公众号作为一方产业的见证
者、记录者，目前已成为服务本土影视
宣传的重要窗口。

三年打造微信宣传阵地
细数《影视永康》公众号发展历

程，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永康影视产

业发展的足迹。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新兴影视产

业发展，于是，作为传递市政府政策的

“喉舌”，《影视永康》公众号应运而生。

初期，该公众号主要负责传达、及

时解读影视政策，刊登我市影视产业

的发展规划、影视相关工作会议等。

而后，《影视永康》发布范围进一步扩

大，包括及时更新各影视基地动态。

对最新本土影视作品进行推介等。

影视沙龙的创办、影评员队伍的

成立，将《影视永康》公众号从一个单

方面输出的“传声筒”，转变为具有高

互动性、高活跃度，接地气的双向媒

介。尤其是市影视办定期举办的影视

沙龙，围绕当下影视产业热点话题展

开研讨、对话和分享。而每一期影视

沙龙结束后，《影视永康》就会立刻刊

载发布，达到高效、及时的资讯速递，

为推动影视产业发展搭建了一个群策

群力、交流分享的平台。

三年以来，《影视永康》已逐渐打造

成为永康影视界人士信赖、关注的新媒

体宣传阵地。如去年6月7日第171期

关于永康影视新政的文章发布后，受到

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点击量近4000人

次；几天后，又刊载了国内知名微信公

众平台“猫叔在线 网络大电影”对于新

政的解读。去年7月27日召开的诠释

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工作会议直播报道，

收视人数超过了10万人次。

借文人妙笔
谱写影视宣传新章

去年 8 月，为扩大影视文化交流，

鼓励精品创作，推动我市影视文化产

业健康快速发展，市影视办建立了特

约影评员制度。

目前，特约影视员队伍已发展到

29 人。特约影评员来自各个不同行

业、不同地域，有公务员、教师、企业员

工、自由撰稿人，有本土的，也有来自

外省的，有来自影视文化产业协会、影

人会、作家协会的，也有来自诗词学

会、精进文化协会等其他社团的。他

们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对影视作品

有比较独到的鉴赏能力。

一年来，市影视办多次举行本土

外地优秀影视作品的观影活动，组织

特约影评员撰写了数十篇影评文章，

《永康影评》由此集结成册。

《永康影评》 按内容分为“本土佳

制”“光影书评”“异地佳片”“银海浪

花”四个章节。其中，“本土佳制”收录

了对本土影视企业和本土编导出品的

《唐婉与陆游》《一路百花开》《蓝色生

死恋》《盲歌》《王良的理想》等优秀作

品的 29 篇影评；“光影书评”收录了对

《行担外传》等本土作家出品的小说书

评 7 篇；“异地佳片”收录了对《都挺

好》《油菜花儿开》《流浪地球》《摔跤爸

爸》等国内外热播剧的影评 39 篇；“银

海浪花”收录了回顾永康影评刊物《银

海浪花》等的文章2篇。

在信息传播高效的当下，与时俱进

组建一支新媒体宣发团队，汇聚一批原

创作者显得愈发重要。“影视与文化是

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影评员的积极

参与为促进永康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贡献了极大的力量。”原市政府党组成

员胡联章说。开展影评，对影视作品特

别是本土作品造势加油，助力影视事业

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市影视办主任胡潍伟鼓励各位影

评员针对本土作品和当下热门影视话

题，进一步加强文艺社团之间的交流协

作，不断挖掘文学创作和加强影视编剧

等人才队伍建设；以妙笔著文，撬动本

土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活力，谱写永康影

视宣传的新篇章。

16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核定并公

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62 处，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合并的项目 50 处。记者从市

文广旅体局了解到，金华地区这次上

榜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12 处，新

增数量全省第一。而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我市后吴村古建筑群和下柏石

陈大宗祠正身列其中，可谓是实现了

我市国保单位“零”的突破。

后吴村位于我市南端，隶属前仓

镇，距离城区约 15 公里。该村起源

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 年），经过近

800 年的风雨洗礼，现已发展成为拥

有800多户的大村。

有人称颂后吴为古建筑的博物

馆，此言不虚。后吴古村落形态较为

完整，村内水系、巷道格局基本完好，

房派分区及古村落边界清晰。古村

落中保存着近百幢宋、元遗迹及明、

清各个朝代的祠堂、厅堂、书院，还有

年代悠久的民居、商铺、桥梁、庙宇

等。这些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建

筑乘着时光这叶扁舟，在这座村落相

遇。

在后吴的古建筑中穿行，抬头、

俯身、远观、细瞅，皆可寻到雕绘精

湛的抬梁、牛腿、斗拱、柱头，花鸟虫

鱼、飞禽走兽、人物等图案更是栩栩

如生。不夸张地说，走进古建筑群，

宛若走进了一条历史长廊，其间包

含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江南

明清大木建筑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例证。

后吴村支书吴世媚欣喜地告诉

记者，该村古建筑群第一次入选“国

保”，这个成绩实在鼓舞人心，“它鞭

策着我们后吴村的村民，将更加重

视 对 古 建 筑 群 的 原 生 态 风 貌 的 保

护。”

民间一向流传着“永康有两个半

祠堂”的说法，此次上榜的陈大宗祠

便为其一。陈大宗祠位于芝英镇下

柏石村。村内古迹众多，建于清康熙

三十二年（1693 年）的陈大宗祠就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同时，它

也是我市规模最大的宗祠之一，总面

积约890平方米。

据《永康柏石陈氏宗谱》记载，这

座宗祠的背后所凝聚的是三代陈氏

族人的人力、物力、财力。俯瞰陈大

宗祠，可见其布局规整，中轴对称，为

五开间三进合院式。前、中、后三厅

逐级升高，其寓意为步步高升。粉墙

黛瓦、朱栏飞檐，好一派恢弘气势。

宗祠梁架上的各色彩绘在浙中地区

宗祠的建筑中也较为罕见。

项羽曾感叹：“富贵不归乡，如衣

锦夜行。”古人的宗族观念很强，而宗

祠无异于家族子孙点滴荣誉的记录

者。保存完好的陈大宗祠不仅独具

观赏性，还可作为研究永康地区清朝

早期的宗族制度的实物特例。

两处古建筑
首登“国保”
我市实现零的突破

□记者 马忆玲 童英晓

打造新媒体宣传阵地 撬动本土影视产业活力

《影视永康》公众号已逾千期

2019“十岁上方岩励志敬胡公”活动举行

正衣冠 拜胡公 知而行


